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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动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体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想、 一起来干的题中之义。 拉萨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 其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新变化与拉萨产业结构现代化是协调一致的， 不仅反映了西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面貌， 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气象。 特别

是拉萨劳动力就业呈现出的拉萨城市吸附周边农村劳动力水平提升、 跨省 （区） 流动更加频繁的新态

势， 日益成为深入推动各民族大流动、 大融居的重要力量， 有力构建了各民族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 共

事共乐的社会交往新格局， 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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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①，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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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 １ 版。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①。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② ２０２３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 “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③

推动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体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想、 一起来干的题中之义。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推动西藏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融入国家不同阶段总体

发展战略格局， 推动西藏与中东部地区协同发展， 共享现代化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始终是党和国

家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一如既

往地关心、 关注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 强调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 西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 西藏特点的发展新征程。
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 拉萨市劳动力就业的新特点和新趋向， 既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

表， 也是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对其进行深入观察， 一方面可以揭示西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及西藏各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

面对于进一步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什么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系统现

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两方面。 如学者岳凤兰、 赵曾臻认为， 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基于脱

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举措， 从全方位、 多角度实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 城镇化、 信息化， 农业、 农

村、 农民的现代化， 以增进各族人民福祉，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④ 张建军、 孙宏旺认

为， 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推动各族同胞实现共同富裕，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⑤

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其中， 由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衍生出的人口流动、
居住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也是人的现代化重要指征。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 劳动力由传统农牧业

向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转移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自然结果。 现代化进程通常伴随包括农民

从农村向城市、 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在内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⑥ 学者乐章、 孟佳通过对英克尔

斯命题的再验证得出了非农就业不断增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的结论。⑦

在评估现代化指标研究方面， 我国学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 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 就业结

构、 人口流动性等方面。 李江帆、 刘伟、 宋林飞等认为， 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越高， 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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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质量越好， 现代化水平越高。① 陈友华提出， 城市人口比例、 非农劳动力比例、 人均 ＧＤＰ

等七个指标是评估现代化水平的指数。② 王学义认为， 以人口社会经济结构评估现代化需要包括人均

ＧＤＰ 指数、 非农产业人口比例、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等六个指标。③ 王放、 段成荣等学者认为，

人口就业更多向第二、 第三产业转移， 人口城市化， 人口迁移流动程度等是从人口来评估现代化水

平的重要指标。④ 冀强、 巴森达西认为，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共生的程度对于中国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⑤ 夏四友、 赵媛、 王庆丰、 单良、 张涛等学者构建

了 ＣＥＩ 系数、 Ｈｓｅ系数、 Ｈｘｙ系数等来评估我国现代化水平， 并给出了加强产业与就业双向调整， 实现

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建议。⑥

综合上述有关理论探讨， 笔者认为， 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农牧业经济向现

代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经济转型为引领， 带动西藏 “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 的过程。 特别是推动农牧民劳动力向技术型、 知识型劳动力过渡， 转向第二、 第三产业

就业， 从传统农业生活融入 “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的现代化生活

体系， 是西藏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拉萨作为拥有西藏全区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

首府城市， 贡献了全区 ３５％左右的经济总量和 ５０％左右的财政收入，⑦ 不仅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现代

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推动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引

领作用。 其中， 拉萨劳动力就业的新态势， 既是西藏地区不断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格局的表征， 也

是评估西藏各项事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数。 为此， 本文从拉萨市劳动力就业演变的视角， 从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值、 城镇就业规模、 劳动力跨省 （区） 流动程度三个指标来探讨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 年间西藏各民族快速走上现代化的程度。

二、 党和国家推动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关部署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 全区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 超过 ９０％

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⑧ 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２％， 青壮年文盲率高达 ９５％⑨。 １９５１ 年的拉萨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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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仅为 ０. ２５ 亿元， 全市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贸易企业， 经济往来主要依靠人力背运， 牲畜驮

运， 社会发展极为缓慢。① １９５５ 年， 国家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 中央派出科技人才帮助西藏修建工厂、 学校、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② １９５９ 年民主

改革后， 西藏废除了封建农奴制， 建立起个体所有制经济， 当时约 ８０ 万农奴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

资料③， 为西藏各民族摆脱贫困、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１９６１ 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

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和 １９６５ 年的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进一步对西藏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进行了部署， 提出 “继续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 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和交通事业， 相应地

发展商业、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事业”， “使农 （牧） 民富起来”④。 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激发

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积极性， 西藏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起步， 各族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 以拉萨为例， 拉萨皮革厂、 拉萨水泥厂等相继建成投产， １９６５ 年拉萨拥有 ８

家企业， １９７８ 年激增至 １４９ 家， 实现了 １７. ６ 倍的增长。 这一时期的拉萨工业总产值更是跃升至

７７３２. ７５ 万元， 相较 １９６５ 年增长了 ４. ５ 倍。⑤ 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拉萨劳动力就业的转变， 统计

数据显示， １９５９ 年拉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 ９６. ６％、 ０. ５％、 ２. ９％， 到 １９７５ 年拉萨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至 ８７. ３％， 第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增长至 ６. ７％和 ６. １％。⑥

进入改革开放后， 在党和国家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路线的

统筹推动下， 西藏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时期。 由国家直接投资为主， 在拉萨相继建设了羊八

井地热电厂、 献多水电站、 拉萨啤酒厂等工业企业， 以拉萨为经济发展中心的西藏全区， 开始从以

农牧业经济为支柱的经济结构， 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迈进。 １９８０—２０１２ 年间， 中央多次召开西藏工作

座谈会， 逐步加大中央直接投资、 全国援助西藏发展的扶持力度， 涉及民生、 社会事业、 基础设施、

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 曲水色普电站、 日喀则太阳能试验电站、 那曲风能试验站等能源企业、 青藏

公路配套工程相继建成， 一大批如拉萨饭店、 西藏宾馆、 日喀则饭店等旅游基础设施相继完善， 为

西藏更好地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打下了基础。 在劳动力方面， １９８３ 年的 《中共中央组织部、 劳动人

事部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 决定选派一批水电、 银行、 教育等专业技术干部赴拉萨

帮助生产； １９９０ 年江泽民在西藏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及地、 市、 县委和区直单位负责人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要 “重视并搞好农牧民群众的科技知识普及和技术培训工作”， 抓好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

提高拉萨及西藏全区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⑦ ２００１ 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安排建设

项目 １１７ 个， 投资超过 ３００ 亿元， 吸纳了拉萨大量劳动力就业， “科教兴藏” 战略的落地落实有效提

高了拉萨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２０１０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加大对西藏民生领域、 社会

事业、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和各类人才培养等扶持力度。⑧ 同年，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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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拉萨市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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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促发展　 开拓创新结硕果》， 拉萨市统计局， ｈｔｔｐｓ： ／ ／ ｔｊｊ. ｌａｓ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ｊ ／ ｎｅｗｔｊｆｘ ／ ２０２１０６ ／ １ｆｄ９０２９３ａ１ｂ７４ｂａ１８９８ｅａ０４

５ａ４４６ｆａ８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 第 ３５６、 ４２０、 ４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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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就业创业惠民十条措施》， ２０１１ 年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

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 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拉萨劳动

力的职业技能素质和创业就业能力以及农牧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 还提高了拉萨劳动力的收入

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拉萨地区生产总值为 ２２２. ０９ 亿元， 是 １９７８ 年的 ９５. ７ 倍，① 城镇、 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达 １７６５４ 元和 ６０１９ 元。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统筹推进的现代化

建设大踏步迈上新台阶， 拉萨逐步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党中央在 “十二五” “十三五” 期间

分别统筹资金 ３３０５ 亿元、 ６５７６ 亿元聚焦西藏民生、 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等特色优势产业， 建设一大

批重点工程。 ２０２０ 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部署了巩固脱贫攻坚、 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扶持吸纳就业能力等一系列重要任务。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 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共计高达 １. ７３

万亿元，③ 极大地推动了西藏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步伐。 西藏自治区先后发布的 《西藏自治区

企业所得税政策实施办法》 《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实施细则》 等文件， 制定了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中小企业等多种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 进一步推动了拉萨市以国有企业为主、 多种经营并存的现代经济体系快速发展。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拉萨市经营主体累计达 １７６７１４ 户， 民营经济经营主体 １６７３０１ 户， 占全市经营

主体的 ９６. ５％， 全市建立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１０２ 家、 国家级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３９９ 家， 建立

了院士工作站 ２ 家、 专家工作站 ８ 家。④ ２０２３ 年， 拉萨市地区生产总值高达 ８３４. ７９ 亿元， 是 ２０１１ 年

的 ３. ８ 倍。⑤ 劳动力方面，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西藏劳动就业局等部门发布了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促进农牧民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

的工作方案》 等政策文件； 拉萨市提出并落实了 “四业工程”， 大力发展拉萨市教育城、 拉萨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拉萨市人社局出台 《拉萨市促进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创业的具体措施》， 与

对口援藏省市签订 《对口支持拉萨人社工作协议书》， 起草印发制定 《２０２０ 年拉萨市就业再就业工

作要点》 《２０２０ 年拉萨市农牧民培训转移就业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吸纳农

牧民转移就业的通知》 等文件。 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实一方面推动了拉萨经济的发展， 提高了自身吸

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水平，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稳步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对拉萨农牧民、 高校毕业生

等群体的文化技能培训， 以及拉萨市与其他省市地区在劳动力输出等方面的合作， 切实提升了拉萨

市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拓宽了就业渠道。 　 　

总的来看， ７０ 年来， 在党和国家推动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下， 西藏经济、 社会、 文化建

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逐步跟上全国现代化步伐。 在这一整体进程中， 拉萨各项现代化事业呈

现出日新月异的新局面， 特别是拉萨工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 带动拉萨劳动力就业领域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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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 第三产业就业规模日益扩大， 产生了诸多新特点。

三、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拉萨市劳动力就业的新特点

（一） 产业结构现代化带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现代化

产业结构现代化是指， 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心逐渐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 第三

产业的过程。① 就业结构现代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口超过第一、 第二

产业， 二是知识型、 技术型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② 本文主要选取了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０》 《拉萨市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等资料进行相关分析。

《拉萨市 “十三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全面部署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拉萨市发展

现代农牧业、 特色工业、 现代服务业的战略任务， 优化经济结构成为拉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心。 根

据 ２０２１ 年拉萨市政府工作报告， 拉萨市在 “十三五” 期间， 重点发展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旅游等

第三产业。 特色文化企业、 旅游企业和健康产业研发基地、 藏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现代化仓储物流

基地等新产业企业逐渐增多， 乡村旅游设施逐渐完善， 新增 Ａ 级景区 １１ 家， 文创园区获评国家级文

化产业试验园区。 一大批区域性旅游文化创意中心、 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旅游制造业中心逐渐涌现，

以河谷湿地、 人文景点、 高原奇观等特色企业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十三五” 期

间， 拉萨市旅游总收入高达 １３４６ 亿元， 是 “十二五” 时期的两倍。

拉萨还着力打造全区金融服务中心和数字产业基地， 建成了 ７ 座现代化农牧业产业园， 拥有 ６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６ 家增加至 ８５ 家。 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登记在拉萨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和个体户分别高达 ４８８１１ 户和 １０４６３０ 户， 比 ２０１２ 年分

别提升了 １６. ７ 倍和 ２. ８ 倍。③

从拉萨的产业结构看， ２０１０ 年， 拉萨全市生产总值 １８３. ７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９. １３ 亿元， 占

比 ５％； 第二产业产值 ５５. ０２ 亿元， 占比 ２９. ９％； 第三产业产值 １１９. ５５ 亿元， 占比 ６５. １％。 ２０２０ 年， 拉

萨全市生产总值攀升至 ６７８. １６ 亿元， 其中， 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仅为 ３. ３％；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增长

至 ４２. ８％；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 ５３. ９％。④ ２０１２ 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为 ７１０. １６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产

值 ７５. ２５ 亿元， 占比 １０. ６％； 第二产业产值 ２２６. １３ 亿元， 占比 ３１. ８％； 第三产业产值 ４０８. ７８ 亿元，

占比 ５７. ６％。 ２０２１ 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 ２０８０. １７ 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１６４. １２ 亿元， 占比 ７. ９％；

第二产业产值 ７５７. ２８ 亿元， 占比 ３６. ４％； 第三产业产值 １１５８. ７７ 亿元， 占比 ５５. ７％。⑤

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 拉萨及西藏全区的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均呈现下降的态势，

第二产业稳步上升， 第三产业持续呈现出高水平发展的态势。 这意味着西藏教育、 医疗等社会公共

服务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然结果， 反映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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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更加高效、 服务供给更加精准的趋势。① 综合来看， ２０２０ 年拉萨市已经基本实现从传统农业经

济转向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多元化、 高科技化经济的大幅度跃升。

从拉萨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看， ２０１０ 年， 拉萨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４６. １％、 １１. ８％、

４２. １％；② ２０２０ 年， 拉萨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１２. ０％、 １９. ３％、 ６８. ７％③。 从西藏全区看，

２０１２ 年西藏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４６. ３％、 １３. ４％、 ４０. ３％； ２０２１ 年， 西藏全区三次产业的

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３５. ９％、 １５. ６％、 ４８. ５％④。

通过这组数据可以发现，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 拉萨及西藏全区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大幅度

提升，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 可见，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拉萨劳动力队伍

由从事农牧业逐年转型到现代工业企业和科技金融服务业， 且这种转型不断扩大。 这种就业趋势也

对劳动力知识素养、 技术水平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推动劳动力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形势， 拉萨市政府建立了 “政府＋劳务输出组织＋企业＋农

牧民” 的常态化跨区输出劳务机制， 开展了一系列如 “实用技能人员培育工程” 等职业技能培训项

目， 提高农牧民转移就业的能力水平。 拉萨市还以各工业园区、 产业园区为依托， 通过与医疗、 建

筑、 电子商务、 特色旅游、 交通运输、 民俗文化等企业对接， 大力建设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⑤ 开展

对农牧民的订单定向式技能培训， 促进实现农牧民稳定转移就业。 上述措施直接推动大批拉萨市劳

动力从养殖业、 畜牧业等第一产业向民宿业、 工商业、 旅游业、 服务业、 运输业等第二、 第三产业

就业， 从体力型劳动力向知识型、 技能型劳动力过渡。

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与拉萨劳动力就业结构协调性提升。 本文借助 ＣＥＩ 系数， 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协调系数来评估拉萨以及西藏全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 根据 ＣＥＩ 公式， 其中 Ｅｉ 为第 ｉ 产业就

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Ｉｉ 为第 ｉ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ＣＥＩ 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１］， ＣＥＩ 越大，

表明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越好； ＣＥＩ 越小， 表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越差。

ＣＥＩ ＝ ∑
ｎ

ｉ ＝ １
（Ｅ ｉＩｉ） ／ ∑

ｎ

ｉ ＝ １
Ｅ２

ｉ∑
ｎ

ｉ ＝ １
Ｉ２ｉ

图 １　 ＣＥＩ 计算公式⑥

２０１０ 年， 拉萨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５. ０％、 ２９. ９％、 ６５. １％，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４６. １％、 １１. ８％、 ４２. １％，⑦ ＣＥＩ 值为 ０. ７２８。 ２０２０ 年， 拉萨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３. ３％、 ４２. ８％、

５３. ９％，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 １２. ０％、 １９. ３％、 ６８. ７％，⑧ ＣＥＩ 值为 ０. ９１８。

从西藏全区看， ２０１２ 年西藏全区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１０. ６％、 ３１. ８％、 ５７. ６％， 三次产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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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燕、 张长耀、 孙自保： 《西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数据由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整理得出。
《我市拟命名 ５０ 家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 拉萨市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ｓａ. ｇｏｖ. ｃｎ ／ ｌａｓａ ／ ｌｓｙｗ ／ ２０２００６ ／ ９８９ａ３ｆ３９ｄ８３ｆ４５７９

９６ｄ８０２ｃｅ４ｂ１５ｅｅ２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文中 ＣＥＩ 值均以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中的数据为来源， 计算公式参见夏四友、 赵媛、 许昕等： 《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

构协调性的时空格局演化》， 《华东经济管理》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４ 页， 计算时均保留三位小数。
数据由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人员比重分别为 ４６. ３％、 １３. ４％、 ４０. ３％， ＣＥＩ 值为 ０. ７７５。 ２０２１ 年， 西藏全区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７. ９％、 ３６. ４％、 ５５. ７％，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３５. ９％、 １５. ６％、 ４８. ５％①， ＣＥＩ 值为 ０. ８５１。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间西藏三次产业产值与就业人员占比

数据来源：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图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间西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趋势图

数据来源： 由 ＣＥＩ 公式根据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数据计算得出， 计算时均保留三位小数。

分析数据可以发现，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拉萨三大产业的格局为 “三、 二、 一”， 并未发生明显变

化。 其中， 第三产业始终是拉萨市的主导产业， 且就业人员增速较快， 第二产业是拉萨市发展速度

较快的产业， 就业人员逐步上升，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与就业人员比例均有所下降。 这说明， 拉萨产

业结构的现代化， 使以往传统陈旧的行业和岗位被新行业、 新就业岗位所替代， 这导致过去从事第

一产业的劳动力出现大量富余， 并开始寻求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务工。 但由于采矿业、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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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由 《西藏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整理得出。



业、 建筑业、 电力、 燃气生产业等第二产业， 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和专业水平要求较高， 这些富余

劳动力转向第二产业或多或少存在门槛， 大多选择转向住宿业、 餐饮业等第三产业， 所以就会出现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虽然增长速度较快， 但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增长缓慢，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

比增长迅速的现象。 总体来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间西藏全区 ＣＥＩ 值总体呈增长趋势， 增加值为 ０. ０７６，
特别是拉萨 ＣＥＩ 值增幅明显， 十年间增加了 ０. １９，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的偏差得到很

大程度上的改善，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加， 表明拉萨市及西藏全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更加和谐健康。

总之， 拉萨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日趋均衡， 现代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拉萨各族人民生

活向现代化迈进的程度日益提高。

（二） 拉萨吸附周边农村及西藏全区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美国学者 Ｅ. Ｓ. Ｌｅｅ 提出的人口转移理论——— “推拉” 理论认为， 影响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转移

的因素可被划分为 “推” “拉” 以及中间障碍三个因素。 “推力” 是指推动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

客观性因素， “拉力” 是指引发乡村劳动力自发向城镇转移的主动性因素， 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

离远近、 物质障碍、 知识技能素养、 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我国学者如张洪潮、 史清华、 赵清强

等大多认为引发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生活条件不同、 就业机会不均

等因素的影响。①

２０１０ 年， 拉萨市 １６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 ３０１５６ 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口共 １２７２２ 人， 占比 ４２. ２％；

乡村就业人口共 １７４３４ 人， 占比 ５７. ８％。②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５００３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１６５６７ 元。③ 这表明， 当时乡村劳动力仍为拉萨市劳动力的主体且普遍收入低。

２０１２ 年， 拉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多个促进就业工程， 如农牧民培训工程、
“人人技能工程”、 “一户一人” 就业工程，④ 着力开发城镇就业岗位， 提升全体劳动力的技能知识水

平， 更加契合市场要求， 助力劳动力实现就业脱贫、 勤劳致富。 随着拉萨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以及

相关培训工程的落实， 其人口聚集能力和资源聚集能力显著提高， 吸纳了大批务工者从农村走向城

市就业。 “十三五” 期间， 拉萨市政府为进一步促进城镇就业， 落实了普通话培训、 技能培训、 专项

援助、 专场招聘和 “四业工程”， 打造了 “互联网＋就业” 信息服务平台， 扩大了城镇就业岗位， 逐

渐解决了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不高导致城镇就业困难的问题， 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
从城镇就业率演变看， ２０１２ 年以来， 拉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 ３％以内， 新增就业人口

均呈现出较大基数的增长， 年均超过 １. ３ 万人，⑤ 有效保持了拉萨城镇就业人口的稳定上升。 ２０２０
年， 拉萨市 １６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有 ３２４６１ 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口 ２２２７５ 人， 占比 ６８. ６％； 乡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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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程名望、 史清华、 刘晓峰：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推到拉的嬗变》，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０７—１１１ 页； 赵清强、 张开华：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调节模型研究》， 《统计与决策》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 期， 第 ３５ 页； 张洪

潮、 王丹： 《新型城镇化、 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 “再就业”》，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３７—１３８ 页。
数据由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整理得出。
《拉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拉萨市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ｓａ. ｇｏｖ. ｃｎ ／ ｌａｓａ ／ ｌｓｙｗ ／ ２０１２０７ ／ ａ７１ｂｄ３４ａ

ｃ７０２４０ｅ７８７８ｂ２４６６１ｄａ３ｅ４ａｃ.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数据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拉萨市人民政府、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数据整理得出。



人口 １０１８６ 人， 占比 ３１. ４％。① 这意味着， 城镇劳动力已经成为拉萨劳动力的主体。

从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演变看， ２０１０ 年， 拉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 １３２５５ 元， 平均每人居住

面积 ３５. １４ 平方米， 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 １４４ 台； 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 ２２８０ 元， 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２２. ６２ 平方米， 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 １６. ２０ 台。② 城乡居民间可支配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２０２１ 年， 拉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升至 ３１９８７ 元， 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４５. ７ 平方米， 每百户拥有彩色电

视机 １３７. ６ 台；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至 １２１３２ 元， 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４９. ７ 平方米， 每百户拥有

彩色电视机 １５４. ５ 台。③ 十年间， 拉萨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飞速提高， 可支配收入不断攀

升， 拉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 ２０２２ 年， 拉萨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２７５６ 元，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５１５９１ 元， 分别超出同年全国平均水平 １２. ０３％和 ４. ６８％，④ 拉萨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

迈进了小康社会， 同频共振， 共同发展。

综合来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 拉萨劳动力呈现出从乡村就业转向城镇就业显著增强的态势且规模

不断扩大。 根据中外学者关于农村劳动力现代化的理论， 观察拉萨市近年来对周边劳动力吸附的特点，

可以看到， 在拉萨劳动力从乡村就业转向城镇就业的过程中， 构成 “推力” 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收入水

平低， 生活水平不高以及政府相关政策调节； 构成 “拉力” 的因素主要包括城镇收入水平高， 生活水平、

城市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务好； 中间障碍因素主要是知识技能素养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有待提高。

图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拉萨及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 《拉萨市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拉萨市 ２０２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拉萨市

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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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由 《拉萨市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 整理得出。
数据由 《拉萨市 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３》 整理得出。



图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间拉萨城镇新增就业人口

数据来源：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拉萨市人民政府、 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

（三） 拉萨劳动力跨省 （区） 流动能力水平快速提高

根据拉萨市统计局分析的 “七普” 数据， 在产业强市战略推动下， 拉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常

住人口中居住地与户籍不一致的现象普遍存在， 人口流动呈现出加速趋势。 一方面， 依托于经济功

能园区、 特色绿色园区， 拉萨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大批区内外人口集聚拉萨务工生活， 人才

洼地逐渐形成。 根据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居住在西藏， 但户口登记地在西藏自治区

外其他省市的人口共 ４０. ７１ 万人， 其中四川、 甘肃、 河南、 重庆、 青海、 云南是主要流入地。① ２０２０

年居住在拉萨市， 但户口登记地在西藏自治区外的人口共 ２２. ３５ 万人， 较 ２０１０ 年统计的 ７. ９５ 万人增

长高达 １８１. １３％， 其中四川、 甘肃、 河南、 青海、 重庆、 陕西是主要流入地， 特别是四川， 在区外

流入拉萨的人口统计中， 四川占到了 ４３. ９８％。②

另一方面， 拉萨市跨省 （区） 外流人数逐渐增多。 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户口登记地在西藏但

居住在其他省市的人口共有 １３. ７６ 万人， 较 ２０１０ 年统计的 ５. ５２ 万人增长高达 １４９. ２８％。③ 其中， 四

川、 江苏、 陕西、 重庆、 湖北、 甘肃是西藏人口外流的主要省市， 特别是四川， 所占比例高达

３４. ９０％。④ 目前暂无拉萨市人口外流到区外省市的数据， 但拉萨作为西藏的人口大市， 其人口外流

趋势和西藏人口外流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这组数据表明， 拉萨市劳动力跨省 （区） 流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流动速度更快。 可以看

出， 区外人口流入拉萨及拉萨人口向区外流动均呈现出倍数增长的趋势。 二是就近流动。 比如四川、 重

庆等省市成为拉萨市劳动力跨区向外流动的主要地区。 三是双向 “对流”， 即拉萨市内劳动力外流的主

要省市， 同时也是向拉萨流入劳动力最多的地区。 比如， 四川既是向拉萨市输出劳动力的大省， 也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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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由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西藏自治区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拉萨市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数据由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和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整理得出。
数据由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整理得出。



萨市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省份。 这一方面说明拉萨市与周边外省已构建起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 在经济

活动、 社会生活等方面交流更加频繁， 建立起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 也意味着拉萨市及西藏全区劳动

力正与全国各族群众一起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 一起勤劳致富， 走向共同富裕。
拉萨劳动力跨省 （区） 流动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７０ 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 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我国大散居、 小聚居、 交错

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 呈现出大流动、 大融居的新特点。”① 根据 “推拉理论”， 构成

拉萨劳动力向区外其他省市流动的 “拉力” 主要包括经济水平差异、 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差异。 总

体来看， 拉萨虽然是西藏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城市， 但与中东部城市相比， 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

一定差距。 与西藏相邻的四川省、 重庆市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并且这些中东部地区的省市，
有着更加多元的产业结构， 能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加可观的劳动收入。 构成拉萨劳动

力向区外其他省市流动的 “推力” 主要指 “全国援藏” 等相关政策， 包括在内地开办西藏内高班，
为西藏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给西藏籍大学生提供政策性就业机会等，② 都会推动拉萨乃至西藏全

区劳动力向区外流动。
构成区外其他省市劳动力向拉萨市内流动的 “拉力” 主要是指， 近年来西藏经济发展进一步加

速， 拉萨特有的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等资源禀赋推动了当地特色旅游业的发展， 随之带动了餐饮业、
住宿业、 文创产业等领域的用工需求， 进而吸引了一大批区外劳动力向拉萨流入务工。 构成区外其

他省市劳动力向拉萨市内流动的 “推力” 主要是指， 为进一步推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 党和国家加

大了对西藏在资金投入、 基础建设项目、 人才引进项目等方面的扶持， 诸多项目的市场化运作， 势

必会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这就会推动区外周边省市劳动力进入西藏补充用工缺口。
近年来， 随着拉萨与其他省市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网的完善， 贡嘎机场的扩建， 加之拉萨在学

校、 社会、 网络媒体等多个领域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以往的交通瓶颈、 语言沟通不畅

等 “障碍因素” 被逐步打破， 在提升与区外其他省市交通便利度的同时， 也进一步推动了拉萨与全

国各族人民在经济、 科技、 文化、 教育等方面深入地交往交流交融，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并认同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③

四、 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启示和展望

２０２１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 发展条件、 比较优势等实际， 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

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要正确把握物质和

精神的关系， 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以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的意

义， 以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的意义，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④ 新时代拉萨劳动力就业演变清

晰展现出西藏与中东部地区同频共振， 不断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新态势， 也生动诠释了西藏各民

族跟上全国现代化步伐， 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气象，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 全体人民共同

·７４１·新时代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拉萨劳动力就业演变为视角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第 ２ 版。
王茂侠： 《西藏的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基于第五、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 《西北人口》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６ 页。
胡兆义、 林继富： 《民族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藏实践》， 《西藏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８ 页。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富裕， “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 精神情趣、 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① 的过程； 更是深化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 建设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第一， 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 “以人民为中心”， “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 的现代化

当前， 西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加广泛地惠及西藏人民， 民生福祉全面提升， 全区各

族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连续不断提高。② 据统计， 拉萨市 ７ 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西藏各

族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指数连续多年保持在 ９９％以上。③ 从经济发展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间， 西藏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９. ５％，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２. ９％， 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包括能源、 采矿、 民

族手工业、 藏医药等 ２０ 多个门类在内的现代工业体系全面建成， 生产模式逐步达到现代化水平， 电

子商务、 金融保险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④ 其中， 第二产业稳步提升， 第三产业迅猛发展， ２０２３

年拉萨市及西藏全区的第二、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 ３９. ４％、 ５７. ０％和 ３６. ９％、 ５４. １％，⑤ 表明拉

萨市乃至西藏全区已经迈进以第二、 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从民生保障看， 随

着拉萨及西藏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拉萨出台的 《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 “以工代训” 服务流程和补贴标准的通知》 等多项保障就业政策， 实施

开展的 “四业工程” 等就业培训工程， 拉萨及西藏全区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得到了充分

提升， 西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跃升。 ２０１５ 年以来， 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８ 年位列

全国第一。⑥ ２０１９ 年， 西藏与全国一道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全区 ６２. ８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 ７４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⑦ ２０２３ 年， 拉萨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别高达

５４８３５ 元和 ２５０１０ 元，⑧ 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中央安排补助资金 １７２. ８ 亿

元， 支持西藏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 ３５. １９ 万套。⑨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 西藏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进藏公路基本实现全线黑色化， 连接国内外的航线达到 １２０ 条； 全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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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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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５５１ ／ ２０２３１１ ／ ｔ２０２３１１１０＿ ７７８６１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王延中：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 （拉萨市卷）》， 第 １１ 页。
《拉萨市 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拉萨市统计局， ｈｔｔｐｓ： ／ ／ ｔｊｊ. ｌａｓ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ｊ ／ ｔｊ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５ ／ ｂ７４１ｅａ１１８０２ｅ４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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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２１ｎ＿

２２４２ ／ ２０２２０７ ／ ｔ２０２２０７０４＿ １３０６７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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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６８５ 个乡镇 １００％通光纤， 并实现 ４Ｇ 通信全覆盖。① 全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７２. １９ 岁②。

第二， 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

一方面， 新时代以来随着拉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作为西藏发展引擎的作用愈加凸显， 不仅

吸附周边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来到拉萨务工、 经商， 也有全国各地

的人们来到拉萨乃至西藏全区旅游观光、 求职谋生、 投资办厂、 安家落户。 另一方面， ２０１２ 年以来，

拉萨制定出台了多个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策

文件， 开展了多项主题活动。 ２０１２ 年， 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批准 《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为巩固提升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 该条例于 ２０２３ 年被

修订执行； ２０１４ 年， 拉萨制定出台 《拉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

和文化场所的建造与改造； ２０２１ 年， 拉萨民委发布 《２０２１ 年全市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方

案》， 从专题教育、 主题宣传、 营造舆论氛围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相关部署。 同时， 拉萨市在 “七一”

“十一” “３·２８ 百万农奴解放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五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精

神、 老西藏精神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教育。 通过以上政策、 主题活动的开展落实， 居住

生活在拉萨的各族同胞在语言上更加相通、 心灵上更加接近、 情感上更加亲密， 进一步深化了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共同体认同。 这种认同感不仅让

拉萨及西藏全区各族同胞以更加紧密团结的姿态投入到跟上国家现代化发展步伐、 共同建设美丽幸

福新西藏的实践活动中去， 也推动着越来越多的西藏各族人民走向全国各地， 与全国各族同胞一起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推动者和受益者， 更加深入地建设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

也离不开谁” 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比如， 在拉萨市的河坝林社区居住着汉、 藏、 回、 白、 东乡等 １１ 个民族， 有 １２７ 户多民族家

庭。 各族同胞在河坝社区交往交流交融， 既有居民自发的文化融合、 生活互助， 也有社区组建各族

同胞共同参与的文艺演出队等组织， 让各族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增进了解、 加深感情。 再如

八廓社区， 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族同胞在这里经商、 生活， 操着不同口音的各族商户 “比邻而

市”， 上百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大小院落聚集在此， 各民族同胞亲如一家。 类似河坝林社区、 八廓

社区等各民族共居共学、 共事共乐、 共建共享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在西藏各地随处可见。 各族同胞

聚聚聊聊， 来来往往， 说说唱唱的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而深入， 日益结合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

第三， 新征程上西藏仍需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现代化就业能力

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是西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发展的现代化。 “立足资源禀赋、 发展条件、 比较优势”③，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是新征程中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各民族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新部署。 其中，

以产业结构现代化带动劳动力现代化是推动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对此，

·９４１·新时代西藏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间拉萨劳动力就业演变为视角

①

②

③

《这五年， 中央 ３１３６ 亿元投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１２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７２９６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我 区 群 众 健 康 水 平 全 面 提 升》， 西 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ｉｚａ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ｆｗ ／ ｊｒｇｚ ／ ２０２２１０ ／ ｔ２０２２１０１１ ＿
３２３２８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应进一步加强西藏第一产业现代化、 信息化建设， 提高农牧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水平； 继

续发展太阳能、 风能等清洁能源产业， 立足西藏优势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加强工业技术研发创新，

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并注意优化工业布局， 建设好工业园区，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

势； 着重发展以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深入结合西藏当地特色优秀文化， 利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博物馆、 互联网平台以及 “Ｇ３４９·红色之旅” “最美天湖之旅” “拉萨城市漫游” 精

品旅游路线等多种途径， 依靠纳木错、 珠峰等自然景观， 茶马古道、 藏羌彝走廊等历史文化遗产，

江孜宗山抗英遗址、 对印反击战遗址等历史遗迹， 在讲好近代西藏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

讲好近代以来西藏各族同胞在共御外敌的过程中升华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 做优 “旅

游＋”， 开发出一批红色旅游、 文化旅游、 团结旅游、 自然旅游等特色项目， 实现旅游业拉动特色农

牧业、 藏医药业、 民族手工业等多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创造就业岗位、 促进居民

增收。

此外， 培养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的现代化劳动力队伍是推动西藏各民族更深地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的新要求。 这需要以高等院校、 职业技术院校、 技能培训基地、 人才培养基地等为载体， 大

力开展信息化与数字化培训、 精准化的技能培训、 创业培训。 西藏还要做好 “点对点” “组团式”

劳务输出服务， 利用网络技术， 建立劳动力就业意向信息库， 搭建劳动力与用工单位企业跨省 （区）

交流平台， 精准提供跨省 （区） 就业信息服务， 使其获得更多更好的跨省 （区） 就业机会， 不断提

升劳动跨省 （区） 流动就业能力水平， 使西藏各族同胞更加深入地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

［本文责任编辑　 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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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ｐ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Ｇｙｉｒｏ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ｙｉｒｏ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Ｇｏ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ｇ⁃ｋｏｎｇ, ＭＡ Ｑｉ⁃ｆｅｎｇ, ＱＩＵ Ｓｉ⁃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２０２０ ｗａｓ ７, ０６０, ７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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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ainland


